
望着小民妈妈困惑的表情，辛老
师微微一笑，说：“开发孩子智力要讲
究科学，不能急功近利。你知道影响
智力水平的因素有哪些吗？”“遗传和
后天……”“对，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
是影响智力发展水平的两个因素。”
辛老师接过话，“遗传决定智力发展
的上限，环境决定能否达到这个上
限。开发智力实际上开发的是孩子现
有的智力水平与遗传所决定的上限
之间的区域。如果遗传的智力水平一
般，即使后天再开发，孩子的智力也
不会出现超常；如果后天缺少良好的
教育环境，就算孩子禀赋特异，也有
可能因未被开发而被埋没。”

“你的意思是说有些家长盲目地
希望通过智力开发让自己孩子的智
商不断提高是不科学的。”小民妈很
善于总结，“那为什么不能进行超前
教育呢？”

辛老师耐心地解释道：“天有四
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个过
程都有其发展的自然规律。孩子心智
的发展也是如此。春天里做秋天的
事，你觉得结果会好吗？”

“那按你这么说，就不用早教了？
顺其自然就行了？”小民妈显然不能
完全接受老同学的说法。

“谁说不用了？我是说早教和智
力开发都要遵循儿童智力发展的规
律。”辛老师接下来又是一番耐心的
解释。

正常情况下，儿童智力的发展是
与其年龄的增长成正比的，某种能力
在某一年龄阶段应达到什么水平，是
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从1岁多到3岁，
是言语发展的关键期，口头语言表达
能力发展迅速。3-4岁，是视觉感受能
力发展的关键期，儿童对绘画产生兴
趣，想象力开始丰富。5-6岁，是数概
念形成和运算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对
基数、序数和数的组成有了一定的认
识。开发智力，要从儿童年龄特点出
发，适时训练。在某个时期家长讲了
100遍孩子还是不明白的事情，过段时
间可能讲一遍孩子就懂了。学龄前儿
童的智力发展最为迅速，智力开发效
果也最好。在身体发育正常的基础
上，抓住关键期，因势利导，就会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过早和过晚的智力
开发都会对孩子带来危害。

“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小民累着
了？而且身心发展也不和谐了？”听了
辛老师的分析，小民妈如梦初醒，“我
光想着让他早成才，却不顾他的年龄
特点，还忽视了他心理的健康发展？”

辛老师赞许地点点头，说：“你不
仅把孩子累着了，也把自己累着了。
你照着镜子看看，都快成黄脸婆了。”

“唉！谁说不是呢！你都不知道6
年来我付出了多少心血！”

“你俩的遗传基因好，小民肯定
很聪明，其实你只要注意为孩子创设
一个良好的智力发展环境就够了。孩
子天性爱玩，玩是孩子成长的需要。
要充分利用游戏活动，寓教于乐。比
如玩捉迷藏，可以开发孩子的右脑；
在孩子四五岁时，趁其对绘画感兴趣
的时机，结合汉字象形的特点，激发
孩子对汉字的兴趣，于玩乐中不经意
间教会孩子认识汉字。做游戏是促进
幼儿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全面提高
的最好途径。”

辛老师最后说：“就人一生的发
展来讲，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同等
重要，千万不能只关注智力开发而忽
视了孩子的品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

“神童”孩子怎么了———

开发孩子智力有道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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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退休8年多的老年
人。退休前，在单位做了30多年的
会计，本来可以被一些私企返聘，
但儿子生了孩子，我也就责无旁贷
地帮着看孙子，还得做一大家子的
饭，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不说，
主要是这心里越来越困惑了。

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年轻时
在单位，做什么事情都尽量做好，
不让领导同事说闲话。可是，自从
我帮儿子带孩子以后，好像就犯了
邪一样，越想把事情做完美，越是
做不到孩子们心里去。最让我憋气
的是，老伴也不理解我。就在前两
天，我们还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
气得我一个人跑到公园里，哭了两
个多小时。儿子和老伴就不停地给
我打电话，可是，他们谁打的电话，
我都不想接。

等到哭完了，擦把眼泪，我还得
帮着去看孩子。不但是看孩子，家里
还有一位快90岁的老母亲等着我伺
候。就在去年，我的老父亲脑梗过世
了，剩下年迈的老母亲，吃喝拉撒全
靠我照顾，比照顾孩子还累。

好在，我们家有两套房子，儿
子媳妇孙子住大的，我和老伴还有
我的老母亲住小一点的。平常，孙
子都在我家里，儿子儿媳下班后，
也过来吃饭，然后，再把孩子领回
去。孙子正是七八岁的年纪，格外
顽皮，儿媳妇又把孩子宠得不得
了，一句批评的话也听不进去。

儿子呢，自从有了媳妇，也不
大和我说话。加上他也忙，一忙，脾
气就不大好。那天，我在家里打扫
卫生，就随口唠叨了两句，说，“干
不动了，累了”，儿子接着就来了
句，“你替我去上班，我打扫卫生”。
一句话堵得人说不上话，这可是亲
儿子啊。

隔了一段时间，我一边择菜一
边念叨，说，“楼下的小菜店菜价比
超市都贵！”儿子听了，掏出皮夹
子，就给我一沓钱，说，“以后，我每
个月给你一千块钱生活费！”这还
有法子说话吗？念叨一句菜价贵，
怎么就好像我跟他要钱似的？

我退休后的工资也不算低，哪
里就在乎儿子这千把块钱？把这事
和老伴一说，他还埋怨我，“你怎么
净做老好人？我们给他们买菜做饭
照顾孩子，一千块钱怎么就不该
收？”话题到此为止也就算了，老伴
接着就借题发挥开了。

我家姐妹3个，我是老大，当年
我读书出来，在城里成家，自己省
吃俭用买房子，我老父亲老母亲一
点忙也没帮上，倒是我两个妹妹，
都在老家，老父亲老母亲节衣缩
食，没少帮衬她们，她们的孩子也
全亏我父母照顾。但是，这几年，我
老父亲老母亲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三天两头跑医院，妹妹们经济上都
不宽裕，我就和老伴商量着，把老
父亲老母亲接到我们家来了。老父
亲住院，前后花了有几万块钱，都
是我掏的，老父亲过世，也是从我
这里送走的。毕竟我是老大，怎么
也得多分担一些。

儿子儿媳妇有没有意见，我管
不着，最气人的是老伴，计较这个，
计较那个，我和他过了大半辈子，
都不知道他是这么计较的一个
人。再就是，老伴还发怨言，说别
的老人退休后，游山玩水，到处旅
游，我们家倒好，空降了两个老
人，自己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还
得侍候老丈人老岳母……老伴说
这些话有意思吗？

就连看孩子，老伴也话里有
话，说，“人老了就得去养老院，不
能拖累孩子！”搁年轻的时候，吵吵
两句就算了，但我现在，是一句难
听的话也听不得，心理特别的脆
弱，我就想不通，怎么到老了，日子
反倒过得这么难受呢？

┬张 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副教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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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华女士的遭遇，其实也是现在
好多退休后帮助子女带孩子的老年
人的共同遭遇，这部分人往往上有
老、下有小，既要腾出时间照顾年迈
的父母，还要帮助子女带孩子。摊上
通情达理的晚辈，他们就“累并快乐
着”，反之，就得像爱华女士这样“出
力不落好”了。

看完爱华女士的叙述，我们得说
她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也是事出有
因。据她自己描述，她性格很要强，做
事情尽量要做得完美，不让别人说闲
话。这在心理学上也可以找到解释，
就是所谓的“完美人格”，凡是有这样
性格特点的人，往往都会感觉到生活
得很累，因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能
力有限，谁都不可能完美，越要求完
美，越会感到力不从心。另外，这样的
性格特点也导致自己会为自己承揽
很多责任，比如，要帮子女带孩子，否
则我就不是个好母亲；父母老了，我
要接来照顾，因为我是老大，妹妹们
经济上都不富裕；房子呢，也要让儿
媳妇和儿子住大的，我们老两口住小
的，否则我就不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婆
婆……如此这般，自己就会很累、很
忙乱，而且由于长期这样的生活模
式，也会使自己的子女和配偶觉得你
这样做是应该的，你就应该多干、你
就应该没有怨言。所以，就有了儿子
媳妇下班后理所当然地过来吃饭，自
己因为累了抱怨了两句，儿子就说

“你替我去上班，我打扫卫生。”
退休进入老年后，无论从体力还

是精神上都会有很大减退，所以身上
的担子也就要适当地减少些，对自己
的要求也应当适当地降低些。既然父
母生的孩子不止你一个，那么大家分
担一下照顾老人的责任有什么不可

以呢？他们经济上不富裕，你可以贴
补一些。关于孩子的问题就更是这样
了，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家，就应该学
会过自己的日子。如果需要你们的帮
助，那么也不要这么理直气壮，其实
爱华女士的老伴有句话说得挺对的

“你怎么净做老好人？我们给他们买
菜做饭照顾孩子，一千块钱怎么就不
该收？”成熟的亲子关系就是明确的
界限和彻底的分离，这种分离不是指
的情感上，而是指的生活方式。这并
不是说这样做就代表你对子女不负
责任，对老人不孝敬。这样做恰恰也
是你负责任的选择，首先，给了孩子
们自己生活的体验，让他们知道一边
工作一边带孩子不容易，他们也才能
体会到父母把自己带大的艰辛，那时
候，他们再请你帮忙时，态度就不会
这么理直气壮了，你的心里也才会舒
服些。再者，妹妹们也是父母辛苦带
大的，照顾父母她们也有责任，她们
出力、你出钱，大家分担一下，你就不
会那么累了。再说，一旦累垮了、病了
不是反而给家人添乱吗。老伴的意见
也要考虑的，毕竟你给父母用的钱也
有他的一部分，他发的牢骚看似在计
较，其实他也是为你在抱不平，也是
心疼你。晚年生活要学会调整自己
的观念和心态，允许自己不那么能
干，不那么抢挑重担，允许自己在晚
年不把重心放在子女身上，给自己
和老伴一点闲暇的时间，给自己一
点适当的关爱，只要你自己相信在
以往的日子里上对父母、下对子女
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问心无愧，
那么，就让自己在晚年为自己和老伴
的美好生活尽一份心吧。如果你能放
下对自己的完美要求，相信你的生活
一定会过得舒心！

放弃完美要求

生活就会和谐
┬丛 媛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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